
总 序

公元前 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一书中，向人类展现了海

洋文明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希罗多德从第一卷开篇，便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那一场

影响古代海上世界格局的希波战争，以及画面中出现的希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是如何

将埃及和亚述的商品从遥远的天之涯、海之角贩运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在他的笔下展现

出海上贸易与陆上交通之间密切而广泛的联系，还有由此而引起的争端、战争和征服史。

在书中，甚至读到了这样丰富、有趣的细节：

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说，以前住在红海

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

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他们载运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曾在许许多多地方，就中也

在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在任何方面都优

于其他国家的。他们来到阿尔哥斯这里，便陈设出他们的货物来进行交易。到第五、六天，

等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这里，其中有国王的一个女儿。

他们说她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名字一样，叫做伊奥，她的父亲就是国王伊那柯斯。妇女们站

在船尾的地方挑选她们最称心的物品，但这时腓尼基人却相互激励着向她们扑过去。大部

分的妇女跑开了，伊奥和其他一些妇女却给腓尼基人捉住，放到船上并给带到埃及去

了……（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0 年）

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来就是由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交融而成，而连接大陆和海洋的，就

是希罗多德笔下的这些航线、船舶、港口和商品，以及来自不同区域的充满各种欲望和幻

想的人群。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当中同样具有这些因素，因为我们不仅拥有广袤的陆疆，

还拥有辽阔的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这些历史画面，不仅仅出现在遥远

的西方，也曾出现在古老的东方。

广西合浦，就是镶嵌在南中国海岸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中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最早

可能就出现在这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郡县之后，即派

遣官方使团从合浦郡的合浦、徐闻两港出发，驶离日南边关，经由马来半岛，前往今印度、

斯里兰卡等地，这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年以来的有关考古资料表明，

合浦汉墓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海外商贸特色的文物，其中既有可能是带去域外作为大额交易

货币使用的金饼，也有作为奢侈品输入的香料、玻璃器和各类珠饰，以及波斯陶壶之类的

个人遗物。汉墓中还出现了具有外来文化特点的胡人俑和有翼神兽，与佛教海路输入有关

的钵生莲花器、三宝佩、摩竭佩等，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汉墓中出现的叠涩

穹窿顶——这种中国其他地区不甚常见的砌建方式，或许也受到了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



亚砖石拱顶系统的影响。这些因素足以表明，合浦在汉代海上交通和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历史地位。

毫无疑问，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一项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它的学术价值和

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合浦虽

然只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但是却具有原发性、辐射性、创构性等极强的

个性特色。

所谓原发性，是指合浦港具有海上交通贸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以及长期以

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合浦位于北部湾地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常年不冻的良港，地

处低纬度的信风带，具备了航海所必需的风向、潮流、港湾等自然条件，所以自先秦时代

以来，生活于斯的古老部族（如百越）很可能已经掌握了有关近海航行所需的某些重要的

知识体系，包括观测星象、造船术、近海航行技术等。秦朝统一中国之后，随着对岭南地

区统治的加强，设立南海等郡，秦始皇数次巡游海滨，都体现出一个东方大国对海洋的关

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在秦朝三郡的基础上分置九郡，合浦正式成为对外海上交通的

港口，正是这种原发性特点的发展趋势和必然效应。

合浦港所具有的辐射性特点十分鲜明。合浦不仅通过内河航运形成出海口与内陆交通

的天然网络，为北部湾地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主要口岸，而且北接陆上丝绸之路，向西连

通西南地区，形成汉王朝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合浦的珠饰、玻璃

器等器物也深入传播到南方各地和中原地区。

合浦港的创构性特色体现在“丝路精神”的传承上。合浦从汉代便成为中外海上交通

重镇；宋代在北部湾地区设置了钦州博易场，与西南地区、内陆地区及域外进行商业贸易，

南宋时期钦州更是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香料集散地，来自海上各国的香料及其他各种

商品由此销往内陆各地；元代以来，北部湾各港口作为中国海上商贸的重要口岸，仍然具

有极其重要的地应。这说明千百年来，广西北部湾地区以海洋为纽带，秉承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一直推动着域内外多民族、多文化交汇融

合的进程。

其次，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性意义体现在其提供了世界关于古代中国早期

的海洋文明景观。曾几何时，有人曾试图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内陆文明”与

“海洋文明”这样的对立两分法来解读中华文明与欧美文明之间的个性特征，但合浦港的

实例却表明，历史上的中国对于海洋文明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内陆文明的关注。沿海地带从

辽宁的长山群岛，沿海岸线南下直至环珠江一带，再到北部湾沿岸，考古学者都发现过大

量与海洋文明有关的历史遗存。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利用与开发，在东方的中国同样有着

久远的历史，而合浦则是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例证。



最后，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在于其对于中国崛起所具有的重大现实

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广西被赋予了“三大

定位”，即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在“三大定位”引领改革开

放迈进新格局的征程中，合浦的历史经验势必成为人类面向未来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奋进，历史上由于优越的内陆型地理条件所养成的

内聚型的文化心态、经济形态和政治生态，都在随之改变。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蓝色的海洋成为中华民族正在谱写的历史新篇章，而合浦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无疑将助

推广西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2017 年 7 月，在合浦县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成立了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

世界文化遗产中心。该中心即将出版“合浦海丝研究系列”丛书，标志着以合浦为中心的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套丛书的作者，既有长年工作在合浦考古第一

线的考古学者，也有具备丰富本土知识的历史学家，还有曾参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科技工

作者。丛书选题的角度和层面十分多样，所形成的著作内容丰富、各具特点，尽管在水平

层次上还存差异，但是总体而言，可以反映出现阶段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现状。该丛

书的出版，对于引领未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走向及合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具体操

作，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丛书的作者多站在世界文明的

高度，关注合浦与海外海上丝绸之路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合浦历史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世界

性意义，将其置放于世界海洋文明史的视野下加以观察，这就意味着“合浦海丝研究系列”

丛书将是一套 21 世纪的“走向未来丛书”，能够带给读者全新的信息、全新的理念和全新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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